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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自 2009年 1月 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此次改革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

展的必然要求，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结合北京市税收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和产业结构等情况，分析

增值税转型对北京市经济的影响，指出增值税转型改革短期内会对税收收入的增长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影响有限；对工

业企业投资和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有可能引起投资过热；对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效果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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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北京市经济的影响

一、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背景及意义

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

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税收的一个税

种。20 世纪 90年代中期，我国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及中

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均偏低，中央财政赤字压

力陡增，宏观调控能力受到制约和削弱。此外，由于投资预算

的约束，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我国

经济发展呈现过热态势。因此，1994年税收改革时选择采用

生产型增值税，这与当时的经济形势、财政状况、税收征管水

平以及其他相应客观条件是相适应的。此次改革取得了良好

的成效，达到了改革预期的目标。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企业资本技术有机构成的逐步完

善，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日益显现，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

定的负面影响。我国自 2004年 7月 1日起对全国多个区域进

行增值税转型试点。经过四年多的实践，我国增值税转型试点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应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

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纳税负担，国务院

决定自 2009年 1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增值税转型改

革———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

增值税转型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从税收体制来看，增值税转型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完善我国税收体制。如前所述，生产型

增值税是将增值税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增值税，会导致重复

征税问题，而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后将避免重复征收这部分

增值税。同时，转型后可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调动企业进行

技术更新和改造的积极性，将新的技术和设备快速运用到生

产过程中，增加产品技术含量，促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较快

增长，使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得以落实，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

多的经济效益。

第二，从行业投资方面来看，增值税转型将刺激企业扩大

投资。由于购买固定资产的增值税可以抵扣，企业的税负将减

少很多，企业管理者将会考虑对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扩大生产

规模。转型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很大。在现代社会中，新

技术和设备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日渐上升，一个国家国

民经济的发展，不应只体现在传统工业上，还要不断利用科学

技术开辟新技术产业，这样才能推动经济增长。允许抵扣固定

资产进项税额，可以减轻高新技术产业税负，克服重复征税，

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利润率，缩短投资回收期限，从客观

上刺激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投入，实现设备和技术升级。

第三，从经济发展来看，增值税转型将促进我国产品的国

际竞争力增强。由转型带来的税负大幅减少将降低出口企业

的产品成本，使这些产品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可寻，有利于扩大

出口贸易，对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

备所含的增值税。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以及外商投

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

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 3%，将矿产品增值税征收恢复到

17%。

二、北京市经济发展的概况

北京是综合性产业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一直保持在全国

前列。据 2010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 777.9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0.2%，增幅与上年持平。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124.3亿元，增幅比上年下降

1.6%；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3 323.1亿元，增幅比上年增长

13.6%，其中工业实现增加值 2 701.6亿元，增长 14.7%；第三

产业实现增加值 10 330.5亿元，增幅比上年增长 9.1%。三次

产业结构由 2005年的“1.3颐29.1颐69.6”变化为 2010年的“0.9颐

24.1颐75”。产业结构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水平，产业结

构较为合理。

从主要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分别增长 20.9%和 16.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

娱乐业分别增长 14.4%和 12.9%；房地产业、金融业受政策影

响有所波动，房地产业下降 21.5%，金融业增长 8.6%。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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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结构调整也取得积极进展，现代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

比重从 2005年的 35.3%上升到 2010年的 40%以上。电子、汽

车、装备、医药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集

聚化、高端化趋势，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为主

导的六大产业集群，以及北汽、首钢、联想等千亿级企业集团

和 17家百亿级企业集团，市级以上开发区达到 19个，逐步形

成了以高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为主体的首都特色工业。

三、增值税转型对北京市经济的影响

1援 增值税转型对北京市税收收入的影响。从表 1可以看

出，北京市税收收入和增值税收入在 2006 ~ 2009年呈连年增

长趋势。从 2008年到 2009年增值税收入的环比增长幅度由

17.43%下降到 13.51%以及税收收入的环比增长幅度由

23.68%下降到 7.79%，由此可见，增值税占北京市税收收入的

比重较小（约 10%左右），但依然反映出增值税转型对北京市

税收收入还是有一定负面影响的。

从理论上来讲，由于固定资产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将导致

企业减少新增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从而减少折旧额，增加应

纳税所得额，进而使得企业所得税增加。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

抵扣增值税形成的增值税减少又将造成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减少，使得税金及附加的税前扣除项目金额减少，从而增加企

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而造成企业所得税增加。相关数据显

示，2008年和 2009年北京市城市维护建设税环比增长幅度

由 12.93%下降到 11.46%，这说明城市维护建设税与增值税一

样会对北京市税收收入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是企业所得税

却并未增长，2008 年和 2009 年企业所得税收入分别是

497.52亿元和 430.42亿元，环比增长幅度反而由 60.83%下降

到-18.91%。其原因在于 2008年企业所得税出现高速增长。

财政部认为 2008年企业所得税高速增长是由以下三个原因

引起的：一是汇算清缴的原因；二是新税法将外资企业税率提

高到 25%，并对外资企业汇出境外的股息红利恢复征收预提

所得税；三是税务部门调整了企业所得税的预缴。总体来看，

2009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三税之和的环

比增长幅度由 44.73%降至-12.19%，这说明增值税转型对北

京市税收收入的总体影响还是负面的。

2援增值税转型对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从表 2可

以看出，2008年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 848.5亿元，

比上年下降 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完成投资 25.3亿元，增

长 51.3%；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385.6亿元，下降 20.4%，其中工

业投资下降 20.3%；第三产业完成投资 3 437.6亿元，下降

0.8%。2009 年北京市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 858.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57.4亿元，

增长 1倍；第二产业投资 411.4亿元，增长 6.6%，其中工业投

资 406.2亿元，增长 6.7%；第三产业投

资 4 389.5 亿元，增长 27.8%。通过对

比分析我们发现，增值税转型对工业

企业投资和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确实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工业企业固定资

产投资额增幅由-20.3%增至 6.7%，然

而却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

幅 26.2%。也就是说，2009年增值税改

革暂时没有引起工业企业盲目扩大规

模，引发投资过热。

2010 年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 5 49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1%，增幅比上年回落 13.1%，处于适

度增长区间。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完成

投资 43.2亿元，下降 24.8%；第二产业

完成投资 528.1亿元，增长 28.4%，其

中工业企业完成投资 522.3 亿元，增

长 28.6%；第三产业（含房地产开发）完

成投资 4 922.3亿元，增长 12.1%。工

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2009 年增长

6.7%，而 2010年增长 28.6%，比重也有

所增加。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

回落 13.1%的情况下工业企业的固定

资产投资额大幅增加，这说明增值税

转型对推动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工业企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由 6.7%增至

项 目

税收收入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增值税尧企业所得
税尧城建税之和

金 额

1 435.67

134.84

309.34

56.63

500.81

比重
渊%冤

9.39

21.55

3.94

34.88

环比
增长渊%冤

33.32

14.47

44.56

25.37

32.90

金额

1 775.58

158.34

497.52

63.95

719.81

比重
渊%冤

8.92

28.02

3.60

40.54

环比
增长渊%冤

23.86

17.43

60.83

12.93

44.73

金额

1 913.97

179.73

430.42

71.28

681.43

比重
渊%冤

9.39

22.49

3.72

35.60

环比
增长渊%冤

7.79

13.51

-18.91

11.46

-12.19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表 1 2005~2009年税收收入统计表 单位院亿元

项 目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额

工业企业固定
资产投资额

金额

3 966.6

477.7

比重渊%冤

12.04

增长渊%冤

17.6

33.4

金额

3 848.5

380.8

比重渊%冤

9.84

增长渊%冤

-3

-20.3

金额

4 858.4

406.2

比重渊%冤

8.36

增长渊%冤

26.2

6.7

金额

5 493.5

522.3

比重渊%冤

9.5

增长渊%冤

13.1

28.6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表 2 2007~2010年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单位院亿元

年 份

项 目

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其中院工业

第三产业

总量

9 846.8

101.3

2 509.4

2 082.8

7 236.1

比重渊%冤

1

25.5

21.2

73.5

总量

11 115

112.8

2 626.4

2 131.7

8 375.8

比重渊%冤

1

23.6

19.2

75.4

总量

12 153

118.3

2 855.5

2 303.1

9 179.2

比重渊%冤

1

23.5

19

75.5

总量

13 777.9

124.3

3 323.1

2 701.6

10 330.5

比重渊%冤

0.9

24.1

19.6

75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表 3 2007~2010年产业结构统计表 单位院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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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这种大幅增长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警告：盲目投资，可

能会导致投资过热及通货膨胀。

3援 增值税转型对北京市产业结构的影响。从表 3可以看

出，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 777.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10.2%，增幅与上年持平。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

现增加值 124.3亿元，下降 1.6%；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3 323.1

亿元，增长 13.6%，其中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 2 701.6亿元，增

长14.7%；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0 330.5亿元，增长 9.1%。在

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幅与 2009年持平的情况下，工业企业的增

长幅度却有所增加。北京市以第三产业为主，产业结构已经较

为合理，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北京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

时，必须坚持做强第二产业，促进新生产业的发展。增值税转

型后，允许抵扣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主要是刺激工业企业投

资和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所以带来的主要是第二产业的增

长。做强第二产业是结构调整中的重中之重，只有做强第二产

业，形成较强的产业经济辐射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才能聚集

国内外高端企业总部和高端人才，充分发挥北京的科技、智

力、人才优势，形成以高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为主导的特色

工业。

增值税转型，对于推动现代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无

疑是一个利好消息。从表 4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制造业在

2009年增值税转型后，实现利税同比增长幅度由 2008年的

0.1%增加到 2009年的 21.3%再增加到 2010年的 36%，占工业

的比重也由 2009年的 38%增至 2010年的 40.6%。这说明在

增值税改革的推动下，现代制造业有了显著发展。而高技术产

业受外需持续低迷影响，在 2009年没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但

是在 2010 年高技术产业的增幅由 2009 年的-10.4%增至

32.7%，比重也由 16.5%增至

17.4%。现代制造业和高技术

产业的发展带动着工业的发

展，形成了以现代制造业和

高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特色工

业，使北京市第二产业内部

结构得到了合理、有效的调

整。

表 5显示的是 2010年 1

月至 11 月在工业中实现利

税额较高的 6个行业。其中，

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属

于高技术产业，医药制造业

在 2010 年增幅有小幅度下

降，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幅度由 2009年的-50.9%增加至61.9%，占工业比重也由 4.21%

上升至 7.3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属于现代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比重由 16.7%上

升至 17.66%。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比重由 5.6%上升至

6.03%。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仅增长 7.3%，所占比

重也由 14.58%下降至 10.5%，属于高耗能行业，呈低速增长态

势。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税 2 503 039万元，同比

增长 67.2%。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高耗能行业发展较慢，

现代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是拉动工业增长的主导力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增值税转型对北京市税收收入有

一定的负面影响，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经济的增长，消

费型增值税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将渐趋缓和，北京市政府

完全有能力承担转型成本。

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来说，增值税转型后，对工业企业

投资和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009年增值

税改革暂时没有引起工业企业盲目扩大规模，进而引发投资

过热。但据 2010年的数据显示，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大幅度增长，存在造成工业企业盲目扩大规模进而引发投资

过热的危险。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讲，增值税转型后，推动了

现代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

起到了推动作用，加快了北京市经济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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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业合计

其中院现代制造业

高技术产业

实现利税

8 233 383

3 128 978

1 905 307

同比增长渊%冤

0.1

-12.2

比重渊%冤

38

23.1

实现利税

10 008 396

3 739 114

1 648 307

同比增长渊%冤

21.3

-10.4

比重渊%冤

37.3

16.5

实现利税

14 264 296

5 791 627

2 482 457

同比增长渊%冤

36

32.7

比重渊%冤

40.6

17.4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表 4 单位院万元

行 业 名 称

医药制造业

通信设备尧计算机及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力尧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石油加工尧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实现利税

664 757

421 248

1 671 521

559 892

1 454 234

1 458 842

同比增长渊%冤

36.8

-50.9

82.9

29.7

-30.4

要

比重渊%冤

6.64

4.21

16.7

5.6

14.53

14.58

实现利税

820 103

1 044 064

2 518 400

860 508

2 503 039

1 497 206

同比增长渊%冤

22.5

61.9

49.1

11.8

67.2

7.3

比重渊%冤

5.75

7.32

17.66

6.03

17.55

10.5

2009年 2010年

表 5 单位院万元


